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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音乐戏曲教育对于积极老龄化的必要性

（一）音乐戏曲教育能够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动
首先，音乐戏曲的最重要的构成是演奏和演唱，这样的

构成决定了音乐活动是需要参与者之间有频繁的互动和高

度的默契，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交工具，满足老年人

退休后渴望与他人构建交流纽带的需求。通过音乐戏曲教

育，让老年人能够了解到音乐戏曲的魅力，从而对音乐戏曲

产生兴趣，参与到音乐戏曲的活动中。老年人在这种艺术层

面的合作模式下，在增进了文化修养、丰厚了自身底蕴的同

时，也能够感受到一种集体归属感，建立起新的社交网络。

（二）音乐戏曲教育能够给予老年人成就感
音乐戏曲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还是一项技能，具备了成

长性。老年人通过参与和反复联系，能够不断增进自身音乐

戏曲的水平和造诣。随着技能的提高，老年人能够获得极大

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鼓励和自我实现

交替作用的良性循环。另外，通过将音乐戏曲教育中获得的

成果对外界进行展示并得到外界的认可和赞美，有助于老年

人找回自信，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音乐戏曲教育对老年人有疗愈作用
音乐戏曲教育能够在视觉和听觉上给予老年人适当的

刺激，充分调动起他们的感官功能和思考认知，帮助老年人

维持感官以及身体机能的敏锐程度，并且让大脑处于一种适

度兴奋的状态。另外，通过让老年人鉴赏一些明快的曲目，

使这些作品所传递的正面能量感染到老年人，让老年人与音

乐戏曲的情感产生共鸣，填补自身的情感缺失。通过音乐戏

曲的教育引导老年人用积极的心态来对待自己、面对生活。

（四）音乐戏曲教育具有自主传播性
首先，接受过音乐戏曲教育的老年人会把参与音乐戏曲

活动的感受向周围辐射，让还没有参与过音乐戏曲活动、没

有感受到音乐戏曲活动魅力的老年人自发参与到音乐戏曲

教育和活动中。通过这样一种效应，慢慢在社区中形成良好

的文化氛围。其次，通过对音乐戏曲的学习以及自身努力，

在这方面取得一定建树的老年人可以成为其他老年人的老

师，发挥音乐戏曲教育的传递作用。

二、国外音乐戏曲教育理念

（一）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
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核心理念是综合性。在奥尔夫的音乐

课中，将歌唱等表现形式应用到欣赏课中。可以说奥尔夫音

乐教育的每一课例都将不同的表演形式融合在一起，在独立

的基础上运用各种音乐教学途径去充实课程内容。奥尔夫音

乐课程中倡导即兴表达，体现了奥尔夫原本性音乐的核心理

念，即诗、舞、乐一体。

（二）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念
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较为重视音乐教育的自然性 , 

在不固定教育环境的基础上 , 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可以不受

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 进而提高音乐教育的环境适应性，且该

体系应用成本较低，能广泛运用于多种音乐教育工作中。

三、我国老年音乐戏曲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缺乏科学合理性
在设计课程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上

的特点。第一，课程时间过长；第二，课程内容枯燥，着重

于讲授而忽略了趣味，不利于老年人进行互动。

（二）教学模式陈旧
教学普遍采用灌输式，忽略了老年人个体特点，比如嗓

音条件和性格特点。在教学中缺乏对老年人的指导和鼓励，

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式导致一些老年人的技巧错误无法得

到及时纠正，最终使老年人养成错误的音乐戏曲习惯。

（三）缺乏广泛宣传
一方面，在进行老年人音乐戏曲活动的宣传时，没有与

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结合，对老年人的感染触动性有限，无法

调动起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宣传渠道局限于人

际传播，效率低，缺乏精准度。

四、老年人音乐戏曲教育改善对策

（一）改变教学方式和理念
在教学方式上通过对怀有不同音乐兴趣的老年人进行

划分，因材施教，在提升教学精准度的同时也缓解了教学压

力，保证了教学质量。

在教学理念上，推行奥尔夫的音乐教学形式，提高老年

人的创造能力，让老年人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

（二）改良教学内容
第一，教学的曲目要符合老年人的年代记忆，尽量选用

老年人耳熟能详的曲目，由此更容易让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

产生共鸣，唤起对曲乐学习的热情。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老年人之间的配合活动，多

进行集体曲目或是男女对唱曲目的练习，将学习和社交紧密

结合到一起。

（三）发挥社区教育资源的作用
充分调动社区内退休音乐教师和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力

量，经常在社区中开展音乐戏曲交流活动和知识普及讲座，

使老年音乐戏曲教育走出课堂，走向大众，扩大老年音乐戏

曲教育的触及面。

五、结语
通过优化老年音乐戏曲教育的路径，能够唤起越来越多

老年人的艺术兴趣，通过将艺术所传达的情感转化为正面情

绪和能量，从而促进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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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戏曲作为一种表达正向感情、传递积极向上生活观念并且具有较强互动性的媒介形式，不仅

可以填充老年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和精神上的空虚感，还可以让他们与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积极情绪产生共鸣，将

这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代入到日常生活中，促进积极老龄化养老观念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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